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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对乐器一窍不通到能娴熟吹奏葫芦
丝，从上台战战兢兢到自信飞扬，从夫妻之间
没有共同话题到如今琴瑟和鸣，年逾五旬的
曾金华的生活从她进入市老年大学葫芦丝班
开始改变了。

2012年10月25日，为了调节生活情趣，曾
金华加入了市老年大学葫芦丝班学习乐器。
走进葫芦丝班，曾金华被那美妙动听的乐声深
深吸引。但当时她没有一点乐理基础，要学好
葫芦丝，确实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为了跟上大家的节奏，上课时，曾金华认
真的听，遇到一些重要的地方时，还会在谱上
标注记号，并坚持做笔记写体会，再根据自己
的不足去改进。遇到不懂的地方，她不怕他人
嘲笑，不厌其烦地向老师、同学提问，直到弄懂
为止。为了缩短和同学的差距，曾金华每天早
上五时起床，做好早餐后，利用电脑查资料，找
一些葫芦丝基础教学视频，并将曲子下载到手
机里。中午吃饭时、晚上散步时，哪怕只有几
分钟，也会利用起来练习。天天坚持练习，曾
金华的嘴都吹肿了。功夫不负有心人，用了极
短的时间，曾金华便能吹奏一些曲子。

上课时，老师提出搞个“开心一刻”的活
动，给同学们一个上台锻练的机会。曾金华从

没上过台，何况班上高手如云。“壮着胆走上
台，吹奏时手抖得厉害，紧张得连曲子也忘
了。”曾金华介绍。但曾金华仍然坚持吹完一
曲。此后，老师黄民祥对她颇多关注，曾金华
很受鼓舞，也愈发努力。随着技艺的提升和多
次锻炼，曾金华表现越来越优秀。

2014年11月，市老年大学全体葫芦丝班汇
报演出，曾金华第一个上台独奏，赢得了老师
和同学们的阵阵掌声，并被评为“优秀学员”；
2015年11月，她报名参加“邵阳市达人赛”，表演
的集体节目《侗乡之夜》，在500多个参赛节目中
脱颖而出，最终上了邵阳市“百姓春晚”，并被
观众评为第一名；2016年7月13日，她站上了
湖南省音乐厅的舞台，获得了 2016年湖南省

“锦源杯”葫芦丝邀请赛的个人、集体金奖。
“通过学葫芦丝，我深深的感悟到，人的潜

能是无限的，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只要你努
力，就会拥有。”曾金华激动地说。她表示，自
己的人生如果有什么值得骄傲的话，那就是五
十岁后学会了葫芦丝，并取得了一定成绩，为
儿孙树立了一个好榜样。除此以外，曾金华的
丈夫是一位诗词书画无一不通的才子，自从学
会了葫芦丝，曾金华和丈夫有了更多的共同话
题，夫妻感情进一步加深。 （罗玉莹）

用葫芦丝吹响人生快乐的音符

老妈年过六旬，在小区的那帮老头
老太中算是“年轻人”。她退休以前是
一名医生，懂得健康保健知识，性情开
朗，能说会道，所以在退休老人里拥有
大量的“粉丝”。

那次，老人们又在“聊天角”里聚
会。大家神聊海侃，最后隔壁罗阿姨说，
当下流行的东西都被年轻人占尽了，譬
如，他们可以开始一场说走就走的旅
行。我们那会就是结婚也不兴到外地游
玩。而现在岁数大了，年轻人更不乐意
带我们这些“累赘”出去。

老妈闻言，提议道：“那我们就不能
学学国外的老人，搞自助游，老人帮老
人，结伴同行？按眼下流行的说法，就是

‘驴友’。要是大伙不嫌弃，就由我来牵
头组团，现在就可以报名。”

这话撩拨起老人们极大的兴趣，大
家热烈鼓掌，通过老妈当这个旅游团的

“团长”，都说老妈组织能力强，人热情，
脑筋活泛，手机上网玩得转，等于在路上
带了个随团医生，更保险。当场就有14
名老人报名，组成了“夕阳红”旅游团。

大家在一起协商，制定了游北京，逛上
海，去西安，下海南等地的精品路线图。出
行时间暂定为一月。

启程那天，14名老头老太身着休闲
服，提着大包小袋，精神抖擞，整装待
发。老妈跑前跑后，清点行李，叮嘱把吃
的用的以及常用药等带足。在我们这些
小字辈的送行声中，这群神情亢奋的老

“驴友”踏上了北上的火车。
每到一地，老妈就借宾馆WIFI用手

机上网，旁边围着一帮老哥老姐，及时向
家里汇报行踪。通过聊天和传来的图
片，可以看到他们登上了上海东方明珠
电视塔，俯瞰了现代化大都市的美景，游
览了风光秀美的西湖，参观了兵马俑，领
略了海南的热带风情。

随行的老人们七嘴八舌，在群里点
赞，说“团长”尽职，也最操心。旅途中她
要悉心照顾大家，调整铺位，选价位合
适、干净卫生的快捷宾馆，还要给大家拍
照。老妈则说，人累是累点，但只要大家
玩得开心，她觉得值。

按照约定的日期，老人们返回后，又
聚在一起兴奋地讲起了旅途的趣闻，羡
煞他人，都说老妈组织得很好。

最近，这帮“老驴友”打算仍由老妈
带队，搞几次市郊农家乐互助游，趁着阳
光明媚，踏青赏花，放松身心。

老年“驴友团”
刘 兵

我 50 岁，妈妈 70 岁，都处在特殊的
年龄。关于孝敬、健康、衰老等词汇，纷
至沓来。

表现不好的人居然是我。经常身体
不舒服，药瓶子不离包。记忆也像坏掉
了，连每周一的单位例会，都要定闹钟提
醒。糊涂更如家常便饭，4千多元的手机
仅用半年就粗心丢掉。

去年春节，我身体不适，妈妈怕我长
途坐车，来我家过年。“你不要多想，把情
绪调节好。”一日三餐，妈妈变着花样给我
做菜。乌鸡、党参、银杏果、处理好的蒲公
英，都是她千里迢迢背来的。可我没什么
食欲，一会肚子疼，一会指头麻，一会又胸
疼，情绪烦躁就发脾气。更年期？明明女
性激素一切正常啊！去医院诊断不出病，
却总在不舒服的路上。工作、生活都顺
利，老公、孩子也省心，心理压力按理也不
应该啊？

后来，我的身体就成了母亲的牵挂。
每次打电话，都叮嘱我加强锻炼、注意饮
食，多做保健操。今年春节回故乡，一到
家，妈妈就喊我出门散步：“坐了那么久的
车，我陪你走两圈。”冬日清冷的风，吹过
妈妈的脸庞，但她一路兴趣盎然，带我看
故乡的新变化。晚上，妈妈端来木盆，问

我坚持泡脚了吗？我忙点头：“泡了，保健
肠胃的操每天早晚也做了。现在睡眠不
错，身体的疼痛也比以前好很多。”那就
好，我给你买了酵素粉，调节肠胃特别有
效。还有早餐粉，十几种营养元素制成，
我也在喝，这次你带回去一箱，专门给你
买的。妈妈兴致勃勃地提来一纸箱。

晕了！一箱子！八大包。一次吃两
勺，要喝多久啊？这酵素、早餐粉的味
道，比燕麦粥、芝麻糊、奶茶、小米、玉米
糊糊差多了。“你一定要坚持喝，千万别
浪费！”小妹看穿了我的心思：“你别小看
这些粉，老妈花了几千元呢。平时毛巾
旧了、抹布烂了都舍不得扔，为你买药真
能下血本。”想起一年前妈妈在我家，买
的饼两天没吃完，被我扔进垃圾筒，妈妈
捡回来，我再扔，为此我俩还生了气。

“我早说那些嘴甜的小姑娘把老妈忽
悠了，天天哄着一群老头老太太讲解保健
知识。没办法，她不听我的，非要买。还
没货，提前预交定金，夸张得很。”小妹继
续抱怨。

妈妈不怒、不恼，嘴里絮叨着，你大姐
那身子，需要好好补补。我心里一热，财
迷的老妈为了我，竟花了老本。“放心吧，
我喝！每天坚持。”我点头。

妈妈送我的礼物
李小芬

3 月 8 日，当记者来到市老年大学
太极拳初级班时，王菊萍老师正带领
学员们在练习太极拳 24 式。她的动作
柔中带刚，力度和节奏都拿捏的恰到
好处。

今年46岁的王菊萍，原先是百货公
司的一名职工，企业改制后她成为一名
专职太极拳老师。“以前上班时没什么时
间锻炼身体，经常感冒，有时候感觉上楼
脚都特别累。”因从小家中长辈常常练习
棍术，王菊萍从小耳濡目染，有一定的
武术功底。她决心重新开始练习武
术，以达到强身健体的目的。2008 年
她师从老年大学的邓别兵老师，正式
开始研习太极拳。“也许是因为小时候
打下好底子，我学习太极拳进步比较
快。”王菊萍告诉记者，练习太极拳四
年后，她就在 2012 年的省运会上夺得
太极拳 42 式的金牌，并考取了太极拳
教练证。

如今，王菊萍每周二到周五都在老

年大学教太极拳，她的学员也从刚开始
的二十来个人，到现在五十多人。“太极
拳不分年龄层次都可以学，你看我们班
里有五十多岁的，最大年纪还有九十岁
的。”王菊萍说，对各个年龄阶段的学员
她都是因材施教，年纪比较大的就要求
适可而止，每天根据自己的体力练习半
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就好。“但我的教学风
格强调拳理，就是原汁原味地还原太极
拳的传统精髓，强调实用和攻防，不赞成
现在流行的注重表演，把武术演变成了
舞蹈。”王菊萍说，比如太极拳中“闪通
臂”，我们在教学中要求前手在额头，用
于撑开对方的手，下手击打方位在对方
肋部。“现在大部分太极拳表演，把这一
招做的特别夸张，违背了太极拳传统实
质。”王菊萍坦言，作为老年学员的太极
拳老师，她在教学中会严抓细抠学员们
一招一式的架子，摈弃了表演性质的动
作，让太极拳回归既能强身健体又能自
卫防身的实质。 （童中涵）

用拳理还太极拳之精髓

今年 90 岁的胡芝芳老人，每日清晨都会坚持
上东塔公园练习太极拳，闲暇之余还特别爱好猜
字谜和制作字谜。他耳聪目明、精神矍铄的状
态，丝毫看不出已是耄耋之年。2003 年，胡芝芳
被评为全国健康老人。

3月8日，记者在市老年大学太极拳初级班的
课堂上见到了胡芝芳，只见他一招一式有模有样，
虽不能像其他学员一样做一些高难度动作，但整套
拳打下来脸不红气不喘。

“我是 84 岁开始练习太极拳的，这几年练下
来感觉特别好。”胡芝芳告诉记者，那时候市老干
局的领导建议他来老年大学，说这里的兴趣班，
特别适合退休老人。最终在邓别兵老师的引导
下，他加入了太极拳的学员队伍当中。“来了之后
邓老师特别关照我，同学们也很热心帮助我，我
在这里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健身平台。”如今住在
双清区区政府家属院的他，还每天坚持坐公交车
去东塔公园晨练，身子骨特别硬朗。

除了太极拳，老爷子还有一个痴迷多年的爱好
猜字谜。平时就爱读书看报的他，看到好的字谜就
摘抄下来，日积月累整整收集了两千多个字谜。“我
还喜欢写字谜让身边的朋友猜，每天多动动脑有好
处。”去年元宵节，老年大学开展的猜灯谜活动，胡
芝芳老人屡战屡胜，猜出了二十多个字谜，成为活
动现场的“大赢家”。

胡芝芳老人现在还坚持写作，不仅在《邵阳党
史》《邵阳文史》等刊物发表作品，还多次参加中华
老年文章比赛。

“晨起勤练太极，夜观时事新闻，始终牢记初
心，忘记廉颇老矣。”胡芝芳老人用一首打油诗总
结起了自己的养生之道。他认为自己虽然年纪
大了，但还不需要家人照顾，自己想去哪也没有
什么障碍。“至于生老病死现在不在我考虑范围
之内，每天打打拳，猜猜字谜，心里感觉特别爽
快。”胡芝芳感慨，有时候都忘记身上的小病痛，
不知不觉就活到90岁了。 （童中涵）

健康老人胡芝芳

3月6日上午，洞口县地税局老干部活动中心
装修一新，迎来该局十多名退休老干部。在见到崭
新的活动室、新置的棋牌桌和报刊杂志后，老干部
们都喜笑颜开。这是洞口地税局多措并举，为关爱
退休职工的真实写照。

“每个人都有退休的那一天，所以关爱离退休
人员的今天，就是关爱我们的明天。”洞口地税人
教科负责人告诉记者，让退休职工都过上幸福的
晚年生活，一直是该局党组牵挂的事情。

“每逢春节、重阳等佳节，单位都会邀请我们去
开展一些文体娱乐活动。”肖尊文退休已经三年了，
但他说单位给予的集体温暖一直没间断过。“单位
每年组织老干部进行一次健康体检，还及时探望了
因病住院的老同志，这一点真的做得好。”退休职工
尹显安同样对组织的关怀赞不绝口。

（杨芳奎）

让退休职工安享幸福晚年


